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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牵头推进建设
“一带一路”科技组织联盟

中国科学院发挥科技国家队的率先引领作用，主动

谋划、牵头策划、总体协调、战略整合集成已有国际合

作布局，牵头组织“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科学院及其

科研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2016年 11月7—8 日，由中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乌

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吉尔吉斯斯坦科

学院、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巴基斯坦科学院、波兰科学

院、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斯里兰卡卢胡那大学、国际

山地中心、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等 12 家单位共同发起主办

的 2016“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

开，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0 余名中外科学家参加了会

议，其中外国学者和专家 160 余人。参会的还包括荷兰国

家科学院、埃及国家研究中心等 14 家科研机构的领导。

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发来贺

信；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

会议成功举办专门批示、高度肯定中国科学院卓有成效的

工作。“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实现了巨大的

成功和影响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实现了中国

科学院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战略部署，标志着

“一带一路”科技组织联盟的战略框架初步搭建成功！

“一带一路”科技组织联盟目前包括来自中国、俄罗

斯、蒙古国以及中亚、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和区域的22家

国立科研机构。联盟章程、运行机制及组织架构等均已初

步形成，首届联盟大会正在有序筹备中，联盟预计于2017

年正式成立。

1 会议情况简介

大会以“携手科技创新，促进协同发展”为主题，

2016“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国际研讨会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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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大会特邀报告会、大会专题讨论会、

由 20 余家国家科学院和国立科研机构领导和代

表参加的闭门圆桌会议及四个与“一带一路”建

设需求密切相关的主题研讨会，分别为“生态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先进适用技术与绿色发

展”“疾病与健康”“基础研究、能力建设和人

才培养”。与会代表就科技创新如何能够最大程

度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发展需求，如何开展务

实的国际科技合作以应对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科

技挑战，如何对接彼此的科技发展机会以及建立

“一带一路”发展国际科技治理新模式和新机制

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讨。  

此次研讨会无论从参会国家科研机构的数

量、外国学者的参会数量，到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实

现的具体效果和目标，都远超预期。 

会议取得如下成果和共识：  

（1）与会中外各领域科学家和学者对我国政府提出

的旨在推动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意

义和宏伟目标有了新的认识。不少外国科学家表示，愿意

积极投身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愿为科技创新助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实现科学、绿色、和平发

展做出贡献。刘延东副总理的贺信，会议安排的“一带一

路”倡议专题报告以及播放的有关宣传片对外国学者进一

步了解和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意义起到了良好的

效果，引起了学者和专家的极大反响。

（2）与会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科技创新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是沿线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

应对各种发展挑战的核心手段，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

和引领性作用，理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的优

先合作领域。科研机构，尤其是国立科研机构应在推动

科技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重要的引领作

用，共同组织开展战略咨询、国际研究计划，携手解决

实际发展问题，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为“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3）会议发布了联合声明。通过闭门会议讨论，与

会的20多个国家科研机构的领导就多项事宜达成共识，

共同签署发布了《北京宣言》。《宣言》除强调了上

代表们在会议上发言

白春礼在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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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两点共识外，进一步明确指出将致力于构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科研机构和国际科技组织间的长效协调和

合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科学家联盟，设立相

关工作组，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和在资源、

环境、经济、民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大共性

科技挑战，组织、支持和实施国际科技合作研究计划。

在分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发表了很多有益于未来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特别强调要积极推动科研数据的共享，

应高度重视携手并肩应对全球性科技挑战（比如传染病的

防治、气候变化和第三极研究），应积极吸引欧洲科学家

的参与并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大地发挥国际和区域组织的

作用，重视推动政府、科研和企业联盟的作用，在给“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重视派遣中国青年学者

和学生到这些国家去了解情况和互动，应着力建立相应的

教育网络以及中国科学院在推动科研和教育合作中应该发

挥更多的作用等。“基础研究、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组

还发布该组声明——中国科学院大学宣布针对沿线需求每

年增加招收 70 名博士和硕士生。

2 与会“一带一路”国家科研机构的积极反

馈与评价

会议的召开得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科学院和

国立科研机构的热烈反应与积极

支持，也得到受邀参会的 2 位诺

贝尔奖得主和 30 余位各国科学

院院士们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

应。与会代表对中国科学院牵头

组织第一届“一带一路”科技创

新国际研讨会，为来自不同领

域、不同国家、有着同样发展繁

荣需求的决策者和科学家们搭建

这样的沟通交流平台、共谋共商

发展对策，纷纷予以高度赞赏。

在会议召开期间的专题讨论和机

构领导闭门会议上，各“一带一路”国家科学院和国立

科研机构的领导积极主动参与讨论，对中方提出的旨在

推动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合作机制高度认同，给予了

十分积极评价，也提出很好的建议，均表示愿与中方一

道共建合作机制、共谋发展、共同进步。

波兰科学院院长表示，18 年后再次来到中国，亲

身感受到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发展，以及国家对科技人

才培养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巨大支持，成绩令人震惊。中

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一带一路”科技合作机

制，对波兰具有重要意义。波兰科学院非常愿意加入并

发挥应有的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表示，“一带一路”国家科学

院和科研机构应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发展中所面临的诸

多共同挑战，发挥科技在助力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秘书长表示，这是国际上第一个

“一带一路”国家科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机制，意义

重大，塔吉克斯坦科学院愿全力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秘书长表示，中国科学院在吉

尔吉斯斯坦建立的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环境科教中心，

为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的务实科技合作提供了一个范

本。该中心发挥了科技交流、人才培养、合作研究、民

心互通等多重作用，应加大对此合作模式的支持。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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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科研创新中心主任表示，已准备好加入合作机

制，随时愿与中方共同支持国际合作研究计划。

柬埔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表示，“这个会议开得

太好了，我找到了在绿色技术方面合作的新伙伴”。

3 近期工作计划

面向“十三五”，中国科学院把“一带一路”科技合

作作为全院国际科技合作重点工作予以推进。通过组织此

次国际研讨会，进一步凝聚了“一带一路”国家科学院和

科研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加强了科技支

撑“一带一路”建设作用的共识，提升了合作的信心。未

来，中国科学院将进一步整合全院力量，围绕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开展系统性、实质性国际科技合作，以此为纽

带聚合“一带一路”各国国家科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力量，

推动解决各国发展中共同面临的科技问题与挑战，切实服

务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具体措施包括：

（1）进一步完善“一带一路”科技合作长效机制和

合作网络的建设，完善“一带一路”国际科学家联盟体

系，并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国际影响、能够对沿线国家发

展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国际科学研究和创新项目。

（2）扩大培养和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优秀青

年科技人才，设立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研究生、博

士生和博士后奖学金计划。探索建立发展中国家博士生

“返回本国支持计划”。

（3）坚持务实合作，在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联合

“一带一路”国家科学院和科研机构支持开展国际研究

计划。

（4）发挥国家科技思想库的作用，联合“一带一

路”国家科学院和科研机构共

同开展战略咨询，为“一带一

路”建设的实施提供科技咨询

与支撑。

此次会议充分激发和汇集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

界携手创新的共同意愿，对未

来“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事业

的发展有着里程碑的作用。带

着对中国发展的信心、对世界发展的担当，中国科学

院作为国家科技主力军，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携手共进，为科技助力“一带一

路”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议现场

“一带一路”
科技组织联盟

Alliance of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 “联盟”办公室运行
· “联盟”全体会议及专题会议

组织运行管理1

· “一带一路”国际战略咨询，形成地区报告
· 开展面向决策需求的“一带一路”科学咨询服务

迎接科学挑战

· 海外科教基地
· CAS-TWAS 中心
· 巴斯德网络、所级联合单元、野外台站网络

推动平台建设

· 特别交流计划
· PIFI 计划、发展中国家培训班
· “一带一路”奖学金计划，海外联合办学

强化能力建设

· 组织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发起科学计划

· “一带一路”专项、双边合作项目、对外合作重点项目
· “联盟”科技合作基金开展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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